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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决定养猪业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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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相对匮乏，环保与城镇

化推动的压力剧增，人员就业形势趋紧；加之，养猪

业发展形势在加速变化，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环境

保护、粮食危机、猪价波动、养殖效益和疫病防控已

成为摆在每一个养猪从业者、管理者和关注行业发

展人士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国情决定了养猪

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因地制宜、借力发展、顺势

而为、突破养猪业发展瓶颈、把握行业发展方向、不

断创新，才能永续经营。

1 养猪业现状及突出问题

我国生猪存栏 4.55亿头、出栏 6.75亿多头，其

中母猪存栏 4 950万头；有 2亿 t的饲料需求，市场

潜力无限，但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矛盾，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1 缺乏核心竞争力

没有自己培育的优良品种，核心种猪群的建

立、筛选没有系统化，对国外种猪依存度较高。

1.2 规模化程度偏低

年出栏 500 头以上肥猪的猪场仅占 40%～

50%。

1.3 资源压力巨大

我国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70%以上的大豆要

靠进口，对生猪原料价格的话语权也就随之降低。

1.4 猪病压力较大

养猪业由过去的没病，到 4～5种常见病，再到

后来的 10多种疾病，衍变到现在的混合感染，导致

辨别、防控和治疗困难，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生猪出

栏数。

1.5 食品安全危机

猪肉质量、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国家及全社会的

高度关注，猪肉加工、存储等问题的解决将对我国

食品安全的控制及猪肉价格的调控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猪场废弃物的有效利用、价格监控体系的建

立、人才的选拔、管理体制及技术的改革创新，都已

成为养猪业快速发展的短板。

2 国家扶持政策和未来导向

我国对养猪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07年以

来，生猪价格 2次大幅度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

CPI。2008年国家取消生猪养殖环节所得税，能繁母

猪补助由原来的每头 50元提高到现在的每头 100

元，尤其对良种化选育、标准化猪场生产、疫病防控

等采取了提供良种精液、加大贷款力度、强制免疫

接种等政策措施。政府部门的少取甚至不取政策导

向在生猪发展的现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虽然我国出台实施了诸多政策，但养猪业目前

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良种繁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养猪从业人员的素质更是随着

行业大环境的改善而急需提高，疫病威胁长期存

在，用地、融资、环保等问题突出，消费者对猪肉质

量、食品安全要求提高，养猪成本将不断攀升。

合理利用政策，加大规模养殖力度，加快良种

选育进度，加强对规模化养殖的资金支持，做好疫

病防控、净化，不断完善生猪生产监测、市场预警机

制，建立产品加工、存储、流通管理机制，推进无公

害养猪建设，将是今后养猪业的重点工作。

3 中国养猪业未来的中坚力量

虽然若干家企业陆续提出年出栏 50万头的生

猪养殖项目，把大规模当作战略愿景和发展目标，

但集团化养猪所占份额绝不会是我国 6.75亿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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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栏总量里的主体。个人认为，中国养猪业未来

的主体有 60%左右会是在 100～500头基础母猪的

适度规模养殖的结构下产生，这部分养殖规模会是

中国养猪业未来的中坚力量。之所以这么认为基于

以下考虑。

3.1 未来养猪业能不能成功获利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专业性

100～500头基础母猪的猪场运行机制完善、养

殖成本较低。面对人口大国、农村人口比例较大的

基本国情，适度规模养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

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100～500头基础母

猪的猪场节省了代理人成本，运行成本低，可配备

专业人员去接受农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将专业技术

和管理技能应用到自己的猪场。同时，适度规模猪

场也可以实现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环保治理的

成本也是最低的，压力比较小，所以从区域资源禀

赋、土地、水源、环境、人力成本以及对生物安全的

承受度上都是最佳的。

3.2 环境控制愈发得到政府与企业的重视

2013年国家新一届政府对养殖业的环境控制

着手严抓，环保部门开始起草制定畜禽养殖场环保

治理的相关条例，力求建设“美丽中国”。以西方国

家发展养猪业的模式为例，美国资源丰富，玉米主

产区与养殖地区几乎重叠，虽有很多大型猪场，但

胜在人口少、土地辽阔；欧洲国家（如丹麦）养猪业

发达的地区，其主要企业都是中小规模。中国有 10

多亿人口，养猪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是人口密

集的地区，大规模养猪场形成的粪污处理是大问

题。中国土地资源紧缺，欧美经验可给我们启示，适

度规模养猪未来在中国会成为主体养猪模式。

3.3 食品安全压力的影响

中国养猪界很多人认为，只有通过产业链，才

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笔者认为，一条龙企业看似

美好，真正做起来很难。在中国这样一个由众多因

素影响的极其复杂的国情下，不可能全部采用一条

龙、全产业链形式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和生物安全问

题。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提出

了“家庭农场”这一概念，笔者认为这会成为一种过

渡，持续存在下去。

当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是较为复杂的，归根

究底是道德和信仰问题，如果不加强法律约束、提

高国民素质，很难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客观地讲，由

于规模小、管理较松散、资金不足及对利润的追逐，

100～500头基础母猪的养殖者中部分成员需要加

强食品安全管控。尽管如此，也不能以食品安全为

理由，来认定只有一条龙、全产业链企业才能解决

食品安全问题，这在逻辑上不具有必然性。因为未

来能够做到几百头基础母猪规模的养殖者或家庭

农场，大多数是具备一定专业化技能和管理水平

的，可通过专业管理和技术优势来获取利润，这些

养殖者经过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在管理上有很好的

素养，对企业有中长期的战略展望，不会为了短期

利益而牺牲长远发展，所以自身就会有食品安全监

控的自律性。

3.4 粮食紧缺和安全是未来的大问题

俗话说“猪粮安天下”，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

生猪养殖和宏观经济都深陷“猪周期”。面对大量饲

用粮的需求和紧缺问题，依赖进口不是长久之计，

玉米的上涨会导致中国养殖业一路由南向北适度

发展，适度规模的养猪业会成为未来共赢的主体。

总之，面对基本国情，从政策导向、疾病防控、

废物处理、猪场智能化及数据化管理、猪场建设等

众多因素考虑，未来养猪业比拼的是“谁的养殖技

术最先进”、“谁能把生物安全和疾病风险控制到最

好”，这将决定谁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基于

国际化经验、中国国情以及国民素质的考量，100～

500头基础母猪的适度规模猪场将是中国养猪业的

中坚力量。

4 结 语

受成本增加、环保约束和疫病频发“三重门”影

响，未来生猪供给将受到约束，而猪肉消费则呈刚

性增长。未来 5～10 a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坚信养

猪界同仁会聚众人才智，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的养猪业发展之路；同时，相信未来猪价相对稳定，

疾病防控更有效，猪场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更完

善，废弃物利用更科学、高效，整个行业的人才梯度也

相对完整，食品安全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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